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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收 书

黄冈县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自一九八。年六月开始，至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结束。黄冈

地区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组，在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和顾问组指导下，按照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

关于县一级土壤普查成果验收的暂行办法和《湖北省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的要求，对

黄冈县土壤普查成果进行审核、验收。结果如下。

1．野外调查质量符合《规程》要求，

2．查清了土壤资源，

3．查清了低产土壤的主要障碍因素，提出的改良措施也是可行的，

4．化验工作组织严密，原始资料保存完整，分析数据可靠；

5．图件、资料齐全’

6．各项成果图件的编制符合《规程》要求，野外底图的制作，采用单张航片座标控制

法，方法可行，精度较高，

7．坚持了边查边用，部分措施初见成效。

根据检查验收结果，～致认为黄冈县土壤普查成果，达到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

．技术规程》的质量标准。

黄冈地区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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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士
刖 青

我县在1959年进行了第一次土壤普查，相隔二十一年后，我们根据国务院(1979)111

号文件精神，以及“湖北省土壤普查第一批县工作安排意见"，在县委和县政府的直接领导

下，从1980年6月至1981年11月，完成了黄冈县第二次土壤普查任务。

按照《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暂行技术规程》的要求，我们以大队为基层单位进行普查。

大队成图以放大的1：5千航片或地形图为底图。公社土壤图件由大队土壤图拼绘而成。

普查中我们适当增加了土壤剖面密度和化验项次，力求较真实地反映我县土壤资源现状。

全县耕地共挖主剖面9，350个，对照剖面14，191个，平均21亩耕地就有一个主剖面或对照剖面。

林荒地共挖主剖面71'7个。耕地采取土壤速测样10，743个，每个速测样代表面积46．1亩；农化

分析样815个，每个代表面积607．8亩；土壤诊断样93套，整段样lO个，各土种比样盒一套。

这次土壤普查的主要成果t各大队有1：5千的土壤综合图，地块(片)田间档案以及专

题调查材料或普查说明书，各公社有1：2．5万的土壤图、碱解氮图、速效磷图、速效钾图、

酸碱度图、土地生产力评级图和改良利用分区图，以及土壤普查报告，各种专题报告和调查

统计表一套，县有1：5万的土壤图、土壤有机质图、全氮图、碱解氮图、速效磷图、速效钾

图、酸碱度图、土地生产力评级图，土壤改良利用分区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图幅和图件说

明书，还有县级土壤普查总结《黄冈县土壤志》一书。

本土壤志在全县完成土壤普查鉴定和资料汇总工作的基础上，于1981年底编写成初稿。

尔后，经过多年的时间开展普查成果应用验证，广泛吸收意见，在定稿时我们作了较大的

修正。本志共分九章，主要是试图论述我县土壤成土条件，土壤分类与分布，各种类型土壤

的肥力性状，土地资源的质与量的评价I对高产水稻土的肥力特征及培肥，低产土壤的形成

原因及改良途径作了剖析，同时，分区阐述了我县土壤利用改良的方向与措施，最后，还将

近几年土壤普查成果应用面积大、效果突出的专题也作为一章收入本志。为了反映土壤变化

情况和这次当时普查全貌，本书的末尾附有第一次土壤普查报告，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报告

和参加普查工作人员名单。

本志在编写和审改中，由子我们技术水平不高，对普查得到的大量资料综合、分析不甚

系统，因此，难免有不少错误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在土壤普查和本志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华中农学院杨补勤教授、刘雄德副教授，李传涵

讲师，华中师范学院曾连茂讲师，省土普办许幼生副主任、李建匀副主任，黄冈地区土肥站

站长龙成凤等同志的具体帮助，在此一并感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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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因素和社会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黄冈县地处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的前沿丘陵地带。西南面临长江，北迄罗田，麻

城，西抵新洲，东隔巴河，与浠水县相望。全县南北长53．1公里，东西宽43．4公里，总版图

面积1179．4平方公里。最高点在北部的大崎山顶，海拔1040．8米，最低点位子县南自潭湖，

海拔14．2米。

全县行政区划设有15个公社、两个镇和两个农场。总耕地面积495，391亩，总人口55．73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0．14万人，农业人I=1平均每人占有耕地0．99亩，索以水稻、棉花高产

县著称于全省。

第一节 自然因素在土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气候、生物、母质、地形和时间是土壤形成过程中的五大成土因素，对土壤的发生和发

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气候对±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地理位置在北纬30。257—30。457，东经114。467—115。147之间。属北亚热带大陆性季

风生物气候带的南缘，具有明显的南北气候过渡的特点。

1．气温

本县南部年平均气温16．8℃(表l～1)，热量由南向北递减。贾庙山区年平均气迥
，

襄l一1 黄冈县25年(1956--1980)平均气温 单位l℃

月 分 配

气象要素 全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平均温度 3．9 5．6 10．5 16．5 21．4 25．8 29．3 28．8 23．9 18．3 11．9 6。3 16．8

15．7一16．4℃，南北相差不足1℃。年较差25．4℃。日最高气温≥35℃的炎热日为25．3天，

日最低气温≤0℃的寒冷日县南为28—36天，县北为44—48天，县南北相差显著。最高温月

在7月，≥18℃的月份为5--lO)弓，最低温月在1月，≤8℃的月份为头年12月至次年2

月，全县日平均温度稳定通过10℃的积温为5385．4℃。无霜期为236--266天。

2．降水

全县平均降水量为1232．8毫米(表1～2)，最多雨月为6月(225．3毫米)，最少雨

月为12月(34．6毫米)，≥60毫米的月份有8个月(2—9)，降水量合计有1044．8毫米，

占全年总降水量的84．8％，9100毫米的月份有6个月(3—8月)，其降水量合计有9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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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4．2％，年变率为190．9毫米。

8．蒸发、日照

全县23年平均年蒸发量1，712．0毫米，4一lO月份蒸发量占全年的78％，月际变化4．5倍，

年际变化1．4倍。日照2040--2080小时。

表1—2 黄冈县25年(1956q1980年)平均降水量与蒸发量 单位：mm

月 分 配
气冢妥索 年平均

1 2 8 4 5 6 7 8 9 10 11 12

降水量 37．1 67．4 124．8 145．5 181．8 225．3 126．6 111．3 62．1 56．5 59．6 34．6 1232．8

蒸发量 57．8 60．5 89．2 121．7 160．6 197．9 263．7 260．7 192．6 144．2 96．4 66．8 1712．0

上述主要气象要素特点说明，我县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冬季比较温暖，雨量分布不

均，春夏多雨，且有大暴雨，秋冬少雨，常有秋旱发生。从多年平均降水量和气温条件分

析，虽不及典型中亚热带地区，但高于北亚热带地区。由于水、温同步，干湿交替，有利于土

壤淋溶淀积，心土层中有较多的铁锰胶膜和结核，土壤呈微酸性和酸性，具有黄棕壤特征

特性，而残存的古红壤至今仍呈点块状分布于我县垅岗平原和丘陵山岗，有力地证明了过渡

类型气候条件对土壤形成的影响。

=、植被对±壤形成的影响

由于我县气候兼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因而植被比较复杂。全县植被类型以人工栽培为

主，野生的植被类型系常绿落叶阔叶和针叶混交林，但目前已残存无几。县北低山区，即海

拔在500米以上的贾庙公社大崎山山地，主要为马尾松、黄山松、栎类、竹林和人工杉木林，

灌木有山胡椒，卫矛和牡荆等，县中海拔100一500米花岗片麻岩的山丘岗顶，主要植被为马

尾松，少量泡桐、樟树、银杏、枣树等，以及人工杉木林和以油茶、青茶、桑树为主的经济

林，县南沿江滨湖平原地区一向栽培棉麦。四旁绿化，防护林栽植有枫杨、河柳、泡桐、女

贞等。

随着引种和驯化工作的发展，水杉、池杉、落羽松、火炬松、油茶、油桐、柑桔等外地

优良树种在我县广泛栽培。

在自然植被条件下，我县土壤有机质积累速度大于分解速度，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但

植被破坏，森林砍伐后，造成水土流失，或垦植后耕作不当，土壤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如

贾庙公社汪家畈大队猪婆山林地有机质含量为3．841％，而开垦后的砂土有机质仅为0．911％。

不同植被类型、种类和耕作方式下的有机质累积作用是不同的。由于植被类型、种类和耕

作方式的不同，其相应植被下的土壤水分状况也不一样。因此，对有机质的积累和分解进程的

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表1—3中自然植被密集的乔灌木林比稀疏的松杉林和幼林下的土壤

有机质积累高。人工植被下，由于利用方式、耕作、施肥等条件的不同，其有机质积累进程

亦有差异。如水稻油菜(小麦)和水稻草子(或油菜)复盖下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而犁

园、茶园和棉杂等植被下的有机质含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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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一3 不同植被类型、种类和耕作方式对±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有机质(％)
植被类型 种 类 仔伞烈

平均值 幅 度
j

自 密集乔灌木林 6 2．2879 1．1052—5．1549

然
植 稀疏松杉林 8 0．9733 0．3205—1．7004

被 _

松杉幼林 8 0．7415 0．4253一1．1382

桔 园 1 I．8890

梨 园 1 0．7564

人
茶 园 3 0．6746 0．3664～1．1】61

工 桑 园 2 1．7931 0．913—2．6733

菜 园 5 1．5683 0．19870一1．9054
植

棉 杂 13 0．8946 0．2158～1．7379

被 棉花小麦 48 1．5486 0．5580—3．5162

水稻油菜(小麦) 74 2．3035 I．4594—3．2490

水稻草子(油菜) 105 2．6811 0．7480一4．3935

三、成土母岩、母质对±壤形成的影响

我县主要成土母岩、母质有花岗岩、片麻岩，红色砂砾岩，第四纪粘土，沿江石灰性冲积物

和小河无石灰性冲积物，还有零星分布的基性岩和少数呈带状分布的石英砂岩。

1．花岗岩、片麻岩风化物；主要分布于县北的贾庙、但店、溢流河、河铺、马庙、上

巴河、范家岗和总路咀等八个公社。

花岗岩、片麻岩主要矿物为石英和长石，其风化产物形成的土壤呈酸性，砂粒含量较多，

通气透水，漏水漏肥，除全钾养分较多外，其它养分含量少(特别是缺硼)，肥力不高。

2．红砂岩、砂砾岩风化物：分布在路口、黄州、团风公社以及黄淋公路以南的淋山

河、方高坪的部分管理区，迥龙公社的崔铺和乌龙管理区的部分大队。其风化产物形成的土

壤，砂粒多，粘粒少，胶体性差，因而保水能力弱，耐旱、抗蚀能力低，土壤呈酸性，盐

基、磷、钾及硼的含量均低。这类土壤肥力不高，作物产量低。

8．石灰性冲积母质：主要分布在堵城公社，以及沿长江的黄州公社的新河管理区和禹

王管理区的湖地、黄州镇的长江管理区、团风公社的临江管理区和团风农场。另外还有团风

公社铁铺管理区、路口公社上下湖和南湖农场的一部分。是我县麦棉集中产区。

石灰性冲积物系由长江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该母质发育的灰潮土土层深厚。在同～剖

面中常有泥沙相间的沉积层次，这些土壤质地层次不同排列，对土壤理化性状，作物适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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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显著的影响。如夹沙层易引起土壤矗吊气黟，作物凋枯早衰，夹粘层易引起土壤‘‘滞
水耖，影响作物全苗早发。石灰性冲积物含石灰量4—5％，呈碱性反应，故此，土壤中

氮，磷、钾和硼等营养元素的有效性低。

4．无石灰性冲积母质；主要分布在我县沿巴河、举水和低山、丘陵的小河溪沿岸的社

队，通称为小河冲积物。

我县小河冲积母质的绝大部分来源于花岗岩、片麻岩风化物，质地较轻，土质呈酸性或

微酸性。

5．第四纪粘土。主要分布在沿江丘陵地带，如黄州公社的禹王和三台管理区，团风公

社花园管理区和南湖农场的～部分，以及黄州镇幸福大队、丰衣大队、地区果园场、赤壁林

场和堵城公社龙王大队、卢冲大队。

我县第四纪粘土母质上发育的土壤，呈酸性或微酸性，粘粒淋溶聚集和铁铝的移动明

显，土体结构面上有铁锰胶膜，质地粘重。

6．石英砂岩风化物：我县石英砂岩不多，都夹在花岗岩、片麻岩中，呈线状岩脉。马

曹庙公社官塘角大队，但店公社东风大队、幸福大队，犬崎山林场的祷雨山林地有少量分

布，面积只有l，731亩。石英砂岩发育的土壤理化性状，大体同花岗岩，片麻岩。

7．基性岩类风化物：但店公社菜园大队和红卫大队，贾庙公社甘家垸大队、溢流河公

社金星大队、胜利火队，总路咀公社杨泗大队、向奎楼大队，以及河铺公社副坳大队均有零

星分布。

基性岩含深色矿物如黑云母较多，风化后发育的土壤质地适中，作物所需要的磷、钾和

微量元素含量比花岗岩、片麻岩发育的土壤均高，表层酸性，下层呈中性。全县各种成土母

质见图1。

总之，我县各种成土母质，对土壤的形成，土壤矿质元素含量和土壤理化性状，以及土

壤的农业特性有着深亥4的影响。

四、地形、地貌和水文

我县地势南低北高，呈梯状逐步上升。北部位子大别山麓，属中、低山地区，

海拔500一1040米，主要包括贾庙公社大崎，金鸡和贾庙管理区；但店公社庙河和但店管理

区。山峰一般都在海拔500米以上，如贾庙公社的火崎山1040．8米，将军山675米，泉华山

521．7米，但店公社祷雨山521．7米。面积1．97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11％。多为林地，耕

地极少。县南部为平原，海拔100米以下，主要包括黄州、堵城、路口、团风和范家岗公社，

黄州和团风两镇，黄湖和南湖两个农场，还有淋山河、方高坪和回龙山三个公社南部的管理

区，以及上巴河、溢流河沿巴河的冲积平原。平原地区面积为83万亩， 占总土地面积的

46．89％，以种植水稻、棉花为主。介予中、低山和平原之间的县中部丘陵地区，海拔为100

—500米，有总路咀、马庙和河铸公社，以及溢流河、但店、贾庙、淋山河、方高坪、回龙

山和上巴河公社的部分管理区。位予县中部的山峰海拔一般在200一500米之间。如河铺公社望

省亭426．1米，五云山336．7米，溢流河公社白云山391．2米，淋山河公社麻毛山205．8米，方

高坪公社上寨岸258．9米，回龙山公社白羊山270米。该区地貌形态属于侵蚀性切割丘陵，顶

地复盖层岩石风化碎崩物，坡度犬予25度的山地，一般为麻骨土和砂土，坡度在25度以下的

丘陵岗地，多已垦植为梯田梯地。总面积92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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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对我县土壤形成过程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地形影响热量的重新分配。如我县地

形北部高、南部低，而热量也是由南往北递减。其次地形还影响着我县土壤水分，养分、机

械组成的分配状况。如县北部和中部山岗较多，。在分水岭和斜坡地区，水分及其夹带的肥、。

土，经常以地表径流方式，向山坡、岗脚的低处移动，这样引起山岗上耕层土壤瘠薄、质地

较粗、养分较少；如低山丘陵地区的麻骨土、沙土等。而在山问岗垅洼地形成大量的冷浸

田和游田。第三，随着海拔高度的不同，土壤形成的类型也有所不同。一般随着海拔高度上

升，气候变得更为冷湿，土壤水热条件和植被都因此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如我县大崎山在海

拔800米下土壤为黄棕壤，而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土壤为山地黄棕壤。第四，不同的地形地貌

单元必然影响到有机质的分解积累过程。表1～4资料表明，我县境之内，无论是北部山

区，还是中部丘陵、南部垄岗平原和沿江平原，其土壤有机质含量均因地貌之差而异，地势

低的冲垅畈田，有机质含量高于地势高的螃田和旱地。

表1—4 不同地形、地貌对±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

地形 l地貌}耕地类型{有机质c％， i 幅度c％， i样某数
山坡 早地 0．7075 O．2158～1．7379 10

低山区 冲畈 水田 。2．3684 1．0867～3．3782 40

谤田 水田 2．2967 0．9695～2．8892 7

山岗 旱地 1．3085 0．8383～1．6395 8

丘 陵 冲畈 水田 2．3829 0．91】1—3．5585 50

螃田 水田 2．1554 1．4592—3．2473 50

岗坡 早地 1．5636 0．5580—3．0617 39·

垄岗平原 冲畈 水田 3．1143 1．2590一5．4665 40

螃田 水田 2．7362 0．7495～3．7774 28

平地 旱地 1．5364 0．8130～3．5162 48

沿江平原
冲垄 水田 2．8211 1．1452～4．0688 10

水文地质很大程度上受降水、地形和地貌的影响。全县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5．17亿立

方，径流深455．8毫米。我县地表径流量由北肉南递减，山区大于丘陵，丘陵大于平原地区。

我县地下水资源比较贫乏，．主要有两种形式，～种是基岩裂隙水，广泛分布子山丘地区的花

岗片麻岩岩体裂隙及基岩表层风化带中，直接由大气降水补给，最后排泄入河川径流之中，

形成该地区地表径流的补给水源。另一种是松散岩类孔隙水，分布于我县江河一带，含水层

厚4—30米，水位埋深0．5～7米，由大气降水及江河测向补给。分布在堵城公社及举水

流域一带是岗性中等和富水性强的地区，泉流量是20—200吨／小时，沿长江一带的黄州公

社、黄州镇为岗水性弱地区，泉流量为2—20吨／小时；其它为岗水性极弱地区。

由于地形、降水量年际变差大和年内分布不匀，以及地表径流量的差异，决定了旱涝灾

害频繁交替和连续发生的规律。全县五年一遇易受渍涝农田有9．28万亩。全县水源、水质条

件较好，能满足灌溉农作的要求。水库，湖泊、塘堰，河港水的PH值在7．1～8．5之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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